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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中漂洗1次，除去肠衣表面附着

的浮油、盐汁及其他污物，然后挂

在竹竿上沥干。⑤经漂洗沥干后的

湿肠可在日光下暴晒2～3天。如果

采用烘房烘肠，温度应控制在45～

50℃，经3小时后，上下调挂1次，

再升温至50～55℃，24～48小时后，

肠身干燥，肠衣透明起皱，色泽红

润，即为烘制完成。烘好后的香肠

应晾挂在通风干燥处慢慢冷却，经

10～30天即可成熟，产生浓香味。

⑥成熟后的香肠即可收集贮存，一

般在10℃以下的条件下可贮存1～

3个月，用木箱或塑料袋包装，在

-8℃的冷库内可保存1年以上。

八、流行色拉香肠   

特点:外表灰白有皱，内部呈

棕红色，风味浓郁，咸甜适宜，鲜

嫩可口、微辣，流行国内外市场。

1 .配方 优质牛肉肉泥30公

斤、猪瘦肉30公斤、猪五花肉40公

斤、精盐1.25公斤、硝酸钠25克、

胡椒粒65克、色拉米香料500克、

磷酸盐400克、味精100克、鲜蒜

100克。

2.加工方法 ①前一天将猪瘦

肉、五花肉（按3∶7比例）切成小

块，放入零下18℃冷库冻起来。②

将牛肉肉泥进入搅拌机中搅拌，然

后将猪瘦肉倒入慢速搅拌几圈，随

后加入五花肉继续慢速搅拌，同时

加入食盐、硝酸钠和其他配料，搅

拌均匀后灌入直径为45～60毫米的

纤维肠衣。灌制后按每根45厘米长

用细绳扎紧分节。③将香肠放入温

度为12～14℃、湿度为80%～100%

的室内24小时，再在55℃下干燥30

～50分钟，然后在60℃下烟熏至金

黄色。④将烟熏后的香肠放在75～

80℃的水上蒸煮，蒸煮至肠体中心

温度70℃即可。如颜色不够，可再

次烟熏。

牡蛎是世界著名而常见的贝

类，我国牡蛎产量占世界首位。目

前我国对牡蛎的开发主要是加工其

可食用部分，大量贝壳则作为垃

圾被丢弃。这些废弃的贝壳中残留

的有机物在长期堆放过程中腐败发

臭，危害居民生活，对环境造成严

重污染。

一、牡蛎壳的构造及物质组成

1 .牡蛎壳的构造 牡蛎壳由

有机质通过生物矿化调节形成。牡

蛎壳基本结构分为三层:外层是厚

度极薄的硬化蛋白角质层；中间为

钙质纤维交织，呈叶片状结构且存

在天然气孔的棱柱层；内层为珍珠

层。

2 .牡蛎壳的物质组成 牡蛎

壳由无机质和有机质两部分组成。

无机质部分以碳酸钙为主，占牡

蛎壳质量90%以上，其中钙元素占

(39.78±0.23)%，此外还含有铜、

铁、锌、锰、锶等20多种微量元

素。牡蛎壳的有机成分约占牡蛎壳

质量的3%～5%，含有甘氨酸、胱

氨酸、蛋氨酸等17种氨基酸。贝壳

的有机质部分又分为可溶性有机质

和不溶性有机质，其含量随贝壳

种类和生长期不同而异，一般占贝

壳干质量的0.01%～10%，其中可

溶性有机质含量更少，占0.03%～

5%。

二、牡蛎壳的开发利用价值

1.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 ①

制备活性离子钙。人们将以离子态

被人体吸收的钙元素叫做活性钙，

目前，以

牡蛎壳为

原 料 制

备活性离

子钙成为

国内外钙

保健品开

发 的 热

点 ， 如

“龙牡冲

剂”“盖

天 力 ”

等 。 其

制备方法目前主要采用高温煅烧牡

蛎壳或高温电解法。研究表明，复

方牡蛎合剂在动物体内的吸收利用

及在治疗佝偻病等方面均优于西药

及其他补钙剂。②作为药物载体。

牡蛎壳主要由棱柱层构成，由于其

特殊的叶片状物理构造及牡蛎壳中

含有大量2～10微米的微孔结构和

生物活性的氨基多糖及特性蛋白，

若经处理可产生多种不同功能孔穴

结构，使其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、

包接功能和催化分解等作用。因

此，国外学者称牡蛎壳是21世纪最

具魅力的生物材料改良剂，拥有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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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的应用空间。苗艳丽等研制出具

有多微孔吸附特性的牡蛎壳粉和羧

甲基纤维素钠为复合药物载体的阿

司匹林胃漂浮片，并考察了其体外

释药特性和体外漂浮性能。李泳等

以牡蛎壳粉为载体对邻苯二甲醛消

毒剂及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抗氧

化包合作用进行了研究，结果显示

药物具有较好的缓释作用和较高利

用率。③用牡蛎壳制备骨替代仿生

材料。牡蛎壳的形成与珊瑚的形成

及人体内骨盐沉积有高度相似性，

这为将资源丰富的牡蛎壳开发成为

具有良好性能的骨组织工程修复材

料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。同时，骨

生物材料应用于临床的最基本条件

是对人体无害，生物相容性好，并

且有较高的物理强度。研究发现，

将牡蛎壳作为生物材料植入小鼠体

内没有任何不良反应，体外试验证

实，处理过的牡蛎壳具有良好的生

物材料活性。将牡蛎壳粉、消旋聚

乳酸按一定比例复合，采用热致相

分离法，制备多孔复合人工骨材

料，其孔隙率、孔径、生物力学强

度、体外降解性能可满足骨替代材

料的要求。④其他医疗保健作用。

牡蛎壳作为传统的中药材，用作镇

惊药，临床治疗心神不宁、头晕、

心悸、目眩、失眠、遗精、盗汗等

多种病症。近些年研究发现，牡蛎

壳内层含有丰富的碳酸钙、角蛋白

及24种对美容有益的元素，如锌、

铁、铜、镁、硒、锗等，同时从牡

蛎中提取出蚝胶，它不仅可修复视

网膜及伤痕，而且在美容及整形手

术中具有特殊功效。以牡蛎壳为主

加入黄芪、太子参、陈皮等多味中

药制成的复方牡蛎合剂，经儿科临

床应用证明，具有补气健脾、生肌

敛汗和益肾壮骨之功效。最新研究

发现，从牡蛎壳中提取的糖蛋白消

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远远超过维生

素C，同时还能有效去除超氧阴离

子。

2 .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①用

牡蛎壳制备土壤调理剂。在农业生

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而造成土

壤酸性、板结，使土壤品质下降，

这已成为全球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突

出问题。以牡蛎壳粉制成土壤调理

剂，可使土壤具有保水性、保肥性

和透气性，改善土壤物理结构，促

进土壤微生物繁殖，促进作物对土

壤养分吸收，从而达到增产、改善

品质的目的。研究发现，将细微牡

蛎壳粉与污水处理厂所得污泥按一

定比例混合后作为土壤调理剂，有

利于土壤中蚯蚓大量繁殖，进而改

善土壤品质。将牡蛎壳粉添加土壤

后发现，土壤的理化、微生物特性

得到明显改善，并使洋白菜产量大

幅提高。②以牡蛎壳制备天然缓释

肥料和钙质肥料。我国化肥当季利

用率中，氮为30%～35%、磷为10%

～25%、钾为35%～50%，肥料利用

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淋溶损失。牡蛎

壳含有丰富的天然多孔表面，是物

质附着的理想载体，用牡蛎壳粉制

备的氮肥具有缓释作用，可以起到

延长肥料养分释放时间，提高肥料

利用率的效果，且十分适用于做酸

性土壤的肥料。化肥的长期使用使

土壤板结酸化，以碱性牡蛎壳粉作

为钙质补充肥料，可以起到很好的

增产作用。

3.在轻工业领域的应用 ①用

牡蛎壳制备食品防腐剂和保鲜剂。

近年来研究发现，多数海洋贝类的

贝壳经高温煅烧后，有明显的防腐

作用。其中以牡蛎壳煅烧物的防腐

作用最强，明显优于分析纯氧化

钙。在传统豆腐酿制中加入0.05%

～0.1%的牡蛎壳粉后，豆腐口感

和硬度得到提高，并且货架期延长

2天。在朝鲜泡菜生产中加入0.5%

的牡蛎壳粉后，对其pH、微生物

数量、乳酸含量等指标产生影响，

最终可以明显提高泡菜的酸味，脆

口性和货架期。牡蛎壳含有大量碳

酸钙和部分甲壳素，其中甲壳素脱

乙酰基后形成的壳聚糖具有很强的

杀菌能力，能够有效抑制意大利青

霉、黑曲霉、匍枝根霉的生长，在

香蕉、猕猴桃等水果贮藏过程中具

有很好的保鲜作用。日本成功地从

海洋生物中提取出天然防霉剂系列

产品，其中最简单的是以牡蛎壳为

主体的防霉剂，其成本相对较低，

无毒副作用，安全可靠。②用牡蛎

壳制备水泥添加剂和涂料添加剂。

牡蛎壳含有95%的碳酸钙，而普通

石灰石中的含量为80%，因此，牡

蛎壳可以替代石灰石烧制贝壳水

泥。在长期高强度混凝土中加入

10%牡蛎壳粉后，对混凝土的长期

强度不会产生影响，同时可以显著

提高混凝土的抗冻融性和抗水渗透

性能。在气候潮湿的沿海地区，墙

壁涂料发霉是常见问题之一，在涂

料中添加牡蛎壳粉可以显著防止涂

料长霉。③用于污水净化处理。牡

蛎壳内部具有为数众多的互相连通

的孔道，经处理可产生多种不同功

能的孔穴结构，使其具有较强的吸

附能力、交换能力和催化分解等作

用，能够很好地吸附肥料和药物中

的有效成分，同时能作为良好的

吸附剂处理污水。将牡蛎壳粉碎

成0.6～1.3毫米的微粒后，制成

过滤介质对生活污水处理，不但

可以高效去除水中总磷(99.7%)，

同时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生化需氧

量和总氮含量，可以在三级污水

处理系统中作为良好的污物吸附

剂。破碎后的牡蛎壳还可以有效

去除有机物富集的沉积物中氢硫

化物含量。④其他方面。牡蛎壳

还被用作阻燃塑料材料、吸附澄

清剂、饲料配料等。另外，牡蛎

壳可溶性有机质中的贝壳特异性

蛋白——聚天冬氨酸，作为阻垢

剂特别适用于抑制冷却水、锅炉

水及反渗透膜处理。国外近来将

之作为新型环境友好型阻垢剂、

洗衣粉分散剂、钻井液降黏剂及

金属切削液、化肥添加剂、生物

材料等加以研究。


